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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恢宏的松江大学城里，坐落着上

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美丽的立信校园

矗立着一座纪念碑，纪念立信的始创者潘

序伦先生。

今年7月14日，是中国现代杰出的会

计学家和著名教育家潘序伦诞辰 130 周

年。潘序伦生前历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主任会计师，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校长、名

誉校长，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社长、中国

会计学会和上海市会计学会顾问、上海市

社联顾问、上海市审计学会名誉会长、上

海公正会计师事务所董事长、立信会计编

译所主任和上海市高级会计技术职称评

定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是发展我国会计事

业和培养我国会计人才的先驱。

1985 年 10 月 2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财政部为表彰杰出的会计专家、教育家潘

序伦先生从事会计工作和教育工作 60周

年，对我国的会计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特向他发给荣誉证书。

2018 年，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公布了首批“上海社科大师”人选名单，

潘序伦与陈望道、贺绿汀等已故 68 位著

名学者当选。

在中国当代学术界，能称为“学科之

父”的，潘序伦先生是之一。他被誉为“现

代会计学宗师，职业教育之楷模”，他将现

代会计理论带回中国，他告诫学生“夫学

识经验及才能，在会计师固无一项可缺，

然根本上终究不若道德之重要”。终其一

生，恐怕没有比立“信”更重要的事业了。

1993 年，上海市原市长、海峡两岸关

系协会首任会长汪道涵为纪念潘序伦诞

辰100周年，欣然命笔：经世济民。

“经济”一词的出处就是“经世济

民”。《抱朴子·审举》谓：“故披洪范而知箕

子有经世之器，览九术而见范生怀治国之

略。”《晋书·殷浩传简文（司马昱）答书》：

“足下沈识淹长，思综通练，起而明之，足

以经济。”

可见，“经纶济世，强国富民”是历代

中国有志向、有作为的知识分子的崇高思

想境界，经济学应该是“经世济民”之学，

充分体现经济学厚生、惠民的人文主义思

想。“经世济民”，正是潘序伦先生的人格

信念与人生追求，是他一生富民强国、无

私奉献的绝佳写照。

潘序伦先生毕生服膺爱国主义精神，

具有强烈的报国强国之志。学生时代的

潘序伦先后在美国取得哈佛大学企业管

理硕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学

博士学位，于1924年毅然决然回到祖国的

怀抱，他肩负着“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

抱负，于 1927 年 1 月设立“潘序伦会计师

事务所”；为了赢得社会信誉，体现诚信思

想，次年更名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同

年设立立信会计学校，并任校长，开始了

我国现代会计教育的积极大胆探索，并将

会计诚信教育融入其会计教育始终。潘

序伦先生办学宗旨是：适应社会需要，培

养财会人才，重在务实，振兴中华。

潘序伦先生在垂暮之年，曾经大声

疾呼：

我今天要求我所训练出来的成千上

万同学和同事一起和我高喊口号：我们有

生之日，都是为国竭智尽忠效力之年，这

是我们最最幸福之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为国竭智尽忠效力”，这是潘序伦先

生晚年对家国情怀的完美诠释，是潘序伦

先生始终心怀“国之大者”的生命之呼，是

潘序伦先生一生的人生写照，是潘序伦先

生报国强国的初心所在！

潘序伦的人生经历，为我们最好地注

释了立志对于人生的重要意义。

潘序伦的教育思想倡导无私奉献精

神。潘序伦的一生都无私奉献给祖国的

会计事业和会计教育。他创办会计事业

和会计教育的目标是：“取之于社会，用

之于社会；取之于会计，用之于会计，取

之于学生，用之于学生。”伴随着立信事

业的半个多世纪，潘序伦全身心地投入

在会计事业和会计教育工作上，无私奉

献巨大。潘序伦本人生活非常朴素，从

不奢侈浪费，从不肯轻易购买新家具和

新衣服。1980年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

重新复办，潘序伦献出一生积蓄，设立潘

序伦奖学金，将存书两千余册捐赠给立

信图书馆，将事务所挣得的钱和立信编

译所出版的《立信会计丛书》的版税，全

部投入会计教育，作为购置校具，扩充校

舍等基本建设费用。

潘序伦90多岁的漫长人生经历，始终

信守报国强国的爱国之志，完美地演绎了

“信以立志、信以守身、信以处事、信以待

人、勿忘立信、当必有成”的“立信”精神，

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世人

所敬仰。

最近迷上玩石头了，当然不会是宝石玉

石之类的石中贵族，而是很普通的鹅卵石。

那天雨后，我在路边发现了几块好看

的鹅卵石，拾回家清洗擦干后，洁白透亮，

很是喜欢，托在手心上反复观赏，突然有

了一种在上面画画的冲动。于是，凭着

“三脚猫”的功夫，用最小号的小楷笔专注

地在鹅卵石上画起了微画。不画不知道，

一画才发现这小小的鹅卵石并不简单，有

的上面有天然的山水纹，顺着石纹勾勒，

山水就轻松地显现出来了，再适当地配上

人物、花木或凉亭，一幅山水画就完成

了，粗看还蛮像样；有的虽没有花纹，但它

洁白光亮，甚至有点透光效果，画上花鸟

特别悦目；还有的小巧玲珑，造型可爱，画

上鸡鸭鱼虫或柿子荔枝等民间吉祥图，以

表达“吉祥如意、事事如意”等百姓互祝的

寓意，更是很觉实用。小小的鹅卵石，经

我这么一折腾，竟然变成了一件惹人喜爱

的工艺品，想不到路边随处可拾到的“蓬头

垢面”的小石头，也能上得了台面了。

百度了一下鹅卵石的来路，它诞生于

水边，经过长年累月的水浪冲刷拍打而形

成的，它的年龄够大，同为石头一族，只是

因为没有遇到宝石、玉石们的生存环境，

才沦落在滩涂边成了一颗不起眼的小石

子。因为长年的冲击洗涤，它干净无毒抗

压坚硬，终成了一种天然的建筑材料。

这次偶然的玩石之举，让我发现了鹅卵

石的别样之美，在寻石洗石画石拍石晒石（在

微信朋友圈中发照片）中，我和老伴获得了快

乐，而老友们也在微信互动中收获了快乐，有

喜欢的朋友你一块我一块地争相讨要，念上

一句“石来运转”，大家开心一笑。我想：这鹅

卵石如有灵性，它今天的闪亮登场，一定也有

一乐。一颗石头，换来三乐，太值了。

想起经常听见的一句话：生活不仅是

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对我们退休

的人来说，这句话还可补上半句：除了眼

前的苟且、诗和远方，还有身边的一草一

木一砖一石。当我们老到无力走远方的

时候，玩玩鹅卵石，也开心。

好似一夜春风来，首次大修竣工的中

国现代建筑里程碑作品——松江方塔园

中的何陋轩重新进入人们视野，成为旅游

爱好者的热词。

它茅草为顶、青砖为地、毛竹为柱，远

远望去，有点像田野里的一座茅庐，山脚下

的一所草堂，简陋得很，好像无什么特色。

然而你静下心来细品，方知大有奥妙。

何陋轩是建筑大师冯纪忠设计的。

冯纪忠是中国著名建筑学家、建筑师和建

筑教育家，中国现代建筑奠基人，也是我

国城市规划专业以及风景园林专业的创

始人，曾任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名誉院长。人称“北有梁思成，南有冯纪

忠”。何陋轩临水而建，以原生的竹为结

构主体，屋顶以草为瓦，周围翠竹丛生。

其建筑造型仿上海市郊农舍四坡顶弯屋

脊形式，毛竹梁架，与四周竹景融为一体，

浑然天成。冯纪忠倡导“活”的城市规划

理念，即城市不能把古建筑当成博物馆保

留，而是应该和人的生活有机结合起来。

何陋轩顶部形态为松江农居多采用的庑殿

顶，脊常作强烈弧形，冯纪忠在这个基础上

加入了歇山顶的元素，作为当地文脉的延

续，于是将古建筑很好地融入了现代人的

生活中，古为今用，古建筑就活了起来。何

陋轩是他这一设计理念的代表作，就像陋

室不陋一样，陋轩不陋，因此冯纪忠成了我

国第一位美国建筑师协会荣誉院士。

“何陋轩”典出《论语·子罕》：“子欲居

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

之，何陋之有？’”一个安贫乐道的君子形

象跃于纸上。历史上“何陋轩”多次见诸

典籍。以我孤陋寡闻，何陋轩就有两处。

一是明代大儒王守仁被贬为贵州龙场（今

修文县）驿丞，就遗有“何陋轩”，他曾作

《何陋轩记》云：予尝圃于丛棘之右，民相

与伐木阁之材，就其地为轩以居予。予因

而翳之以桧竹，莳之以卉药，琴编图史，学

士之来游者，亦稍稍而集。于是人之及吾

轩者，若观于通都焉，而予亦忘予之居夷

也。因名之曰“何陋”，以信孔子之言。

当年王守仁只是一个小小的驿丞，也就

是招待所所长而已，比七品芝麻官还小得

多，然以其安贫乐道的“德馨”，感动了当地

士民。他在轩旁“翳之以桧竹，莳之以卉药，

琴编图史，学士之来游者，亦稍稍而集。于

是人之及吾轩者，若观于通都焉”。以致何

陋轩中求学之士人来人往，热闹如都市，于

是发出了何陋轩“何陋之有”的感慨。

王守仁的何陋轩坐落于贵阳市修文县

城东1.5公里的栖霞山上，与王守仁当年居

住的“阳明洞”不远，相传由当地百姓帮助

修建而成，是阳明洞最早的建筑。原建筑

在明代后期已坍塌，现存建筑为清朝道光

年间所建。如今“阳明洞”风景区已成西南

名胜古迹，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其

书写的《何陋轩记》手迹，近年已被发现。

清代思想家、文学家王韬曾为友人晚

稼先生撰写的书斋记也曰《何陋轩记》：

“轩盖其读书谈道延宾宴客之所，虽矮屋

三椽，未极爽垲，然入座其中，图书纵横，

彝鼎斑驳，与庭前花木萧疏，互相掩映，固

未见其为陋也。”作者巧设学问、文章、艺

术、识见、胸襟五个反问句，反衬斋主不仅

不陋，而是个心胸开阔，洒脱不拘的饱学

之士。主人不陋不浅薄，书斋也当然不会

陋了！何陋轩何来之陋！

方塔园中的“何陋轩”是茶室，而古代

的“何陋轩”多为书斋。但“君子居之，何

陋之有？”心有灵犀一点通，其内涵是一脉

相承的。安贫乐道，“惟吾德馨”，君子虽

身居陋轩，陋轩不陋！

纪念潘序伦先生
罗银胜

古今“何陋轩”
朱亚夫

石 趣
刘晓辉

旅行天下

周良弼 书

4月中旬，我们自驾游去了浙江杭州

富阳湖源乡，这里是美丽乡村建设中，一

个新的玩水地——龙鳞坝，并住宿在当地

很有名气的“驭水山居”。“驭水山居”是民

宿，就在壶源溪的旁边，距离龙鳞坝只有

几百米。

龙鳞坝位于壶源溪中段，全长约 118
米，其形似抽象的“鱼尾”，呈“V”字形，整个

堰坝由上下两部分构成，上部分为由一级

级水泥石板铺设而成的台阶，人可以在上

面自由行走，下部分由如鳞片状的小蓄水

池逐级而下共计 8级。当水流缓慢时，湖

面如镜，倒映着两岸蓝天白云、青山屋舍，

将岸上村庄的淳朴和宁静展现得淋漓尽

致。当水的流量较大时，水通过上部分石

阶流下来，沿鳞状的蓄水池冲击向下，形成

一个个错落有致的小瀑布，十分好看。

壶源溪是富春江的一条支流，因为发

源于壶山而得名。溪水流经桐庐县和诸

暨市，于窈口汤家村进入富阳境内，向北

流注入富春江，主流全长 102.80 公里，其

中富阳境内长39公里，流域面积216.80平

方公里。

我们在这里享受着温和的阳光，感受

着水流缓缓在脚背上划过。不远处的廊

桥，吸引着我们的眼光。

站在湖源廊桥上看风景，只见青翠

的山峦如画家的手笔，层层叠叠，近浓远

淡，雾霭蒙蒙。山脚下的粉色屋顶藏匿

在绿树丛中，忽隐忽现，如同粉色的花朵

开放在青山绿水之间。桥下则是水平如

镜，倒映群山，感觉有两条坝体，足有 100
多米横跨溪流两岸。这就是人们所说的

“龙鳞坝”呀！真有点视觉上的波澜壮

阔。每一片“龙鳞”，凹陷成一个小型的

蓄水池，上层溢流下来，小蓄水池就是消

力池，又把水溢到下一层，层层叠叠，水

流随着阶梯状的堤坝跃下，让每一片“龙

鳞”都闪着银光。

换一个方向，向廊桥的桥南放眼，夕

阳挂在山顶，水域好像分成两半，一半明，

一半暗，明的是七层扇形小瀑布，水声哗

啦哗啦地喧闹着；暗的依然是平静的水

面，永远是波澜不惊的模样。

走在岸边，把远景里古香古色的廊桥

当背景，青山绿水加上漂亮的龙鳞坝，拍

一张照片，愈加让人赏心悦目：平静的水

面如镜子般倒映着四周的风景和蓝天白

云，如诗如画。一阵春风吹过，溪水泛起

涟漪成画……

这里真是夏季寻清凉，戏水享奇趣的

好地方。

而我们住宿的“驭水山居”，安宁舒

适，温馨感，加之房东夫妇的质朴与和

善，让人有回家的感觉，很快地融入了他

们的生活里。水是清澈的，空气是清新

的，岸边空地上，一棵 500 年的银杏树是

这村的标志。

富阳湖源龙鳞坝
可 燃

傍晚在小区散步，

一阵浓郁的花香扑鼻

而来，香气悠长，沁人

心脾。我很好奇，到底

是什么花如此香，于是

四处寻找，一边找一边

嗅，但并没有找到。

正当我放弃时，突然发现路边有一棵

柚子树，开了很多花，在绿叶的烘托下，怒

放的簇簇白花格外耀眼，含苞待放的柚子

花则像一个个可爱的小铃铛。莫非是柚子

花香？我走上前闻了闻，果然是！柚子花

虽然娇小，但它不是一朵朵地开，而是挂着

一串串地开，一株花枝吐露着几十个花苞，

从米粒大小渐渐到大过小拇指，柚子花有

点像水仙花，花瓣中间也有黄色细密的花

蕊，花瓣则有点像百合花，长长地低垂四

周，中间的花蕊便一根根突出来了！

柚子花一般在 5月上旬开放，花期很

短。花落后，便结出一个个青色的小果

子。起初犹如婴儿紧握的小拳头大，慢慢

地，越来越大，形状如葫芦，一头大一头

小，大的这一头圆球形，小的这一头圆锥

状，与狗头相似，所以老家又称柚子为“狗

头柑”。到了金秋十月，树上便挂满了沉

甸甸的果实，又大又多，不管柚子有多大，

柚子树的枝丫都能承受，丝毫看不出它弯

曲、下垂！

在老家，柚子树比较常见，很多村民

都会在门前屋后种上几棵，用来祈福、驱

邪，因为柚子的谐音为“佑子”，就是庇佑

孩子的意思，含有保佑孩子平安健康的寓

意。记忆中，我很少看见柚子花开，可能

是花期较短，加上这些花很小，躲在绿叶

丛中难以发现。这时，油菜花、樱花、桃

花、梨花等等都已开尽，可谓待到山花凋

谢时，她在丛中笑！

柚子花不仅可供观赏，也可用来制成

柚子花茶，由柚子鲜花与绿茶相映而成。

制作柚花茶，鲜柚花要求当日上午采摘，

朵大饱满，色泽洁白，欲放或微开。据说

柚花茶香气悠长，茶汤及茶底放置一天香

味犹存。但柚子花茶的制作加工难度很

大，大多只是作为茉莉花茶窨前的“打底”

使用，以弥补春季茉莉花香之不足，因此

单独销售的柚子花茶很少见。

这时，一阵微风吹过，三五朵柚子花

随风飘落，我不由地捡起几朵，带回家里，

满屋子都是她浓郁的花香……

柚子花开
张剑峰饭

后

我因工作关系，在合肥先后有过好几

处居所，自从退休来沪定居后，旧居也早

已易主，但有一处却不能忘记。那是合肥

大西门团省委大院，长江路 405 号。大院

不算大，却有好几个图书馆（室）：团校图

书馆、团省委机关图书室、报社图书室。

我当时出了几册书，尤以团校图书馆收藏

而感到自豪。

古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虽不能定

论，但似乎所有成功人生都离不开读书。

杜甫说过“男儿须读五车书”，五车是多少

说不准，但我想应该就是读很多书吧？

那是20世纪80年代，合肥第一次道路

改造刚完成，大西门一带成了新市区，就

是上海人常说的黄金地段，周边应有尽

有，生活极其方便，出大门左边不足百米

是环城公园，右边不足半站是科教书店，

于我个人而言，这两项最为重要，我常在

茶余饭后走到左边，坐在环城公园的石狮

雕塑像下，一边品茶，一边津津有味地读

着我从右边科教书店刚刚买来的经典书

籍，有时候一看就是半天，忘记了渔舟唱

晚燕子归巢。

我是科教书店的常客，闲暇之时常常

泡在那里，一待就是大半天，它帮助我消

解了许多繁忙劳碌，度过充实安逸的时

光。当时科教书店新开不久，进的图书都

很新潮，我喜欢那里的文化氛围，书目琳

琅，新书不断。我特别爱好丛书，像《外国

文学名著丛书》《走向未来丛书》《二十世

纪外国文学丛书》《文化哲学丛书》等等，

我都是从科教书店买来阅读的。《诗苑译

林》《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等新出来的品

类，亦是我极喜欢的。

我曾经还创造过在科教书店的顾客

休息区木质沙发上，一天读完四部书的

壮举：《万历十五年》《傅雷家书》《瓦尔登

湖》《意象派诗选》，就是在那个大雪纷飞

的周日，从早上八点半，一直到晚上九

点，我躲在那个角落沉迷于每一部书里

的精彩。“您该回家吃晚饭了”，我听到这

个熟悉的声音才抬起头来，她是这个书

店的大堂经理高广云，我喊她小高，一个

眉清目秀、态度和蔼、性格温顺的女孩

子，我那时受到她的很多关照，她向我推

荐介绍了很多新书，让我从那家书店获

取了大量的知识。

她还关心我的创作动态，有一段时间

我的散文集《星月念》在她们那里畅销，她

每天向我报告图书销量。一个星期天她

们搞读书日活动，打电话让我去看看。我

到了书店，一眼就看到很多大中学生在排

队买书，特别是很多人在排队买我刚出版

的《星月念》，让我很感动。为此，她还专

门筹备了一次签名售书活动，形式很简

单，就是搞个台子，我就坐在那儿为买书

的人签个名字，一个上午卖了200多本书，

小高很高兴，还受到领导表扬。这一切，

成了我的温馨回忆。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发现科教书

店对面的马路上，新开了很多私人书店，

有的卖文学书刊，有的卖社科书刊，有的

是法律类，有的是旧书店。

我喜欢逛旧书店。有一次我因为眼

疾，一只眼用眼罩罩着，对周围事物都是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是当我路过三孝口

旧书店时，依然一眼就被吸引了过去。那

里有我一直想读的《明史》16卷本和《宋史

纪事本末》全套28卷，窃喜自己的运气，要

搞到这些书谈何容易？那里还有上世纪

50年代版的《鲁迅全集》，我还先后找到了

《申鉴》《尚书》《新论》《传习录》《荀子》《周

礼》《忠经》《近思录》《盐铁论》《春秋繁露》

等一批珍稀书籍，全部买下，喜不自胜。

我喜欢阅读实际上与淘书有很大关

系。我年轻时在一个文化部门工作，一天

在废品收购站里见到一套《中华活页文

选》，一共十多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版

本，这是我一直想得到的一套书，我如获

至宝把这套书买回家，每天晚上靠着阅读

这些书入睡。书籍陪我度过了无数个难

眠的夜晚，也使我的生活在失眠之夜显得

有意义起来。我后来的古文功底多得益

于这套《中华活页文选》。

应该说，那个科教书店是我阅读上的

一个缘分。记得 80年代后期，有一天，我

在书店里看到著名作家鲁彦周与夫人在

柜台旁，正拿着一本书翻看，走近发现他

们看的是《淮上风情》，那是我刚刚出版的

一本书，而书序正是鲁彦周所写，我还没

来得及送书给他呢，他已经看到了，这让

我颇为感动，当即买了几本书送给鲁老，

他很高兴，我也很快乐。

淘书是一种缘分，读书是一种缘分，

买书也是一种缘分。这个世界上充满了

各种各样的缘分，我以为最为崇高的缘

分，就是你和书籍的缘分。

书 缘
刘湘如


